
虎年正月初一，北京冬奥会开幕前

夕。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北京总队机动第

一支队通信中队官兵，收到了中队指导员

佘冬雪精心制作的特殊“贺岁礼物”——一

堂通过手机软件推送的视频微课，题目是

《在冬奥任务一线书写青春》。

官兵点开视频，在铿锵的鼓点声中，

屏幕上雪花飞舞，冬奥赛场如巨龙蜿蜒，

动漫形象“冰墩墩”活泼可爱，画面滚动播

放北京冬奥会的赛程安排……短短 10来

分钟的视频微课，让大家目不暇接。视频

结尾，是精心安排的官兵父母新年寄语。

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口音的祝福声中，官

兵个个信心满怀，为北京冬奥会当好和平

卫士的使命感在心中升腾。

一堂好的思政课，能够直击心灵。采

访中，该支队领导说：“用习近平强军思想

建连育人，佘冬雪在这方面学得好、讲得

好、做得好。他担任指导员不到两年，却

结出累累硕果：通信中队被表彰为‘四

铁’先进单位，先后有 4 人考学提干、3 人

荣立三等功。”

去年 10 月，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

比武火热展开。前一阶段，佘冬雪由于

发挥失常，成绩险些跌出前十名。他心

里十分焦虑，鼓励自己继续加油：“支队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统筹推

进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我作为支队代

表参加比赛，如果遇到困难就退缩，就永

远战胜不了困难。”

最后一个比赛课目，是讲授“政治上

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主题微课。他通

过讲述习主席视察支队的动人场景和官

兵学习践行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生动故事，

深刻解读了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的内涵要义和实践途径，

赢得现场热烈掌声，最终获得一等奖。

比武场上能逆袭夺冠，源于平时的

扎实积累。党的十八大召开后，入伍不

到一年的佘冬雪每次学习习主席重要讲

话，都觉得很有哲理、很接地气，感到特

别亲切，经常读着读着就入了迷。

近年来，他阅读了《习近平论强军兴

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等书籍，梳理书中要点制成“口

袋书”，经常与战友交流心得体会。功夫不

负有心人，他的 10余篇学习成果发表在报

刊和网络上，在总队“忠诚卫士心向党”演

讲比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比武中，多次

夺魁摘冠，连续3年荣立三等功。

思政课的效果如何，关键要看能否拨

动官兵心弦。佘冬雪注重将党的创新理论

灵活运用到教育中，运用短视频、微电影、

思维导图等方式，将创新理论故事化、形象

化、可视化，给官兵以启迪、为官兵鼓干劲。

去年党史学习教育中，有的官兵反

映：“很多党史故事学过了，还要反复学

吗？”佘冬雪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带领

大家到支队军史长廊参观见学，并组织

观看《觉醒年代》《功勋》等红色影视剧。

官兵一次次被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可歌

可泣的故事所感染。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但天下虽安，忘战必

危。我们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争做忠诚卫士、争当精锐

标兵。”佘冬雪趁热打铁，用习主席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教育

引导官兵，台下官兵热血沸腾。

一位哲人曾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

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中队战士

刘佰顺在参加总队军校预考时，成绩压线

过关，军考强手如云，他一度失去信心。

佘冬雪发现刘佰顺去学习室复习的次数

少了，于是主动找到他谈心，并用习主席

重要讲话中的“人间万事出艰辛”“强者，

总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等“金

句”为刘佰顺加油鼓劲，同时联系单位往

年的优秀考生与他结成军考对子。最终，

刘佰顺以优异成绩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鉴于佘冬雪的赛场佳绩和建连育人

的优异表现，去年年底，武警北京总队机

动第一支队党委依据条令条例中的相关

表彰规定，为佘冬雪报请二等功。

左上图：佘冬雪比武获奖留影（资料

图片）。 申鸿浩摄

捧出一颗心 点亮一团火
——记武警部队优秀政治教员、北京总队机动第一支队指导员佘冬雪

■张 勇 代立才 本报记者 欧世金 安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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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光轩、记者牛辉报道：

春节前夕，第 78 集团军某旅与兄弟单位

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旅作为蓝方部

队，对兵力火力进行作战编组时，以“按

需混编”方式代替以往的编组方式。这

是他们优化兵力火力作战编组，提升作

战指挥效能的有益尝试。

“精细精准的作战部署，是打赢未

来信息化战争的重要一环。只有不断

提升兵力火力运用的精确度，才能更好

地释放部队战斗效能，实现功能集成、

优势互补。”该旅领导介绍，此次对抗演

练，他们依据担负防御作战任务、地形

和防御重点等要素，将所属兵力火力打

散 建 制 进 行 统 一 调 配 ，以 战 斗 班 为 单

位，抽组编配成多个作战单元，并为每

个 作 战 单 元 明 确 指 挥 员 和 战 场 代 理

人。这种“按需混编”模式与以往的编

组方式相比，兵力火力运用更为精确，

作战指挥更加高效快捷。

演练现场，蓝方指挥员张鹏在战斗

打响前，带领营连排三级指挥员对防御

阵地进行反复勘察，依据地形特点将兵

力火力编组为 18 个作战单元。战斗打

响后，张鹏针对红方进攻态势，直接指挥

各作战单元投入战斗，部队反应速度和

兵力火力调配效率明显提高。

“红方企图突破我左翼前沿阵地，请

求火力支援！”对抗演练进入白热化，蓝

方左翼前沿防御阵地紧急求援。张鹏一

边命令部署在左翼的反装甲组对红方装

甲目标实施还击，一边命令后方炮阵地

对下车开辟通路的红方步兵进行火力覆

盖，成功化解险情。

“发现红方穿插分队，企图对我实施

包抄合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到情

况报告，张鹏立即命令蓝方右翼反装甲

组对红方穿插分队实施阻击，而后命令

预备队派出数辆坦克对红方实施截击。

几番较量后，红方因损失过大，不得不重

新调整作战部署，蓝方最终赢得胜利。

“对手反应太快了！”演练结束，一

名红方指挥员坦言，“我方进攻失利的

主要原因，就是蓝方快速反应能力强，

兵力火力协同也更合理。”在接下来的

战斗中，蓝方由守转攻。张鹏在作战编

组时再次“按需混编”，以较大优势取得

了演练胜利。

第78集团军某旅优化兵力火力作战编组

“按需混编”精准释放战斗效能

练兵之法，贵在不复；用兵之术，知

变为大。我军之所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时因势因地，不

断创新战法。部队各级在练兵备战实践

中总结的战法训法到底管不管用，关键

在于能否跟得上未来战争发展趋势。有

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拿着机械化战争

的“旧船票”，必然登不上信息化战争的

“新客船”。

战场用兵贵在不拘一格。第 78集团

军某旅与兄弟单位实兵对抗演练过程中，

勇于创新作战编组模式，科学指挥运用兵

力火力的做法启示我们：新体制新编制呼

唤新探索新尝试，不能因循守旧，被传统

练兵模式束缚思维和手脚。只有不盲从

于定式、不拘泥于教条，才能在练兵备战

实践中不断蹚出新路，为打赢未来信息化

战争不断总结经验、积累胜战底气。

新 体 制 呼 唤 新 探 索
■牛 辉

记者感言

“妈，您放心吧，我在部队可好了，不

仅吃得好、住得暖，就连膝关节疼痛都治

好了！”春节前夕，记者探访海拔 4000 多米

的某边防哨所，恰逢下士王杰与母亲视频

聊天。他自豪地对母亲说：“别看我们在

高原，有博士军医给看病呢！”

去年，王杰双膝关节疼痛，治疗了一

段时间未见好转。前不久，联勤保障部队

第 940 医院骨科博士军医杨成伟到哨所巡

诊，帮他祛除了病痛。

在 雪 域 高 原 ，像 杨 成 伟 这 样 的 博 士

军 医 并 不 鲜 见 。 近 年 来 ，部 队 大 抓 实 战

化 训 练 ，各 军 兵 种 部 队 常 年 上 雪 域 高 原

驻训戍边。为呵护官兵健康 ，助力备战

打仗，西部战区统筹优质医疗资源，遴选

一批高学历医疗专家骨干 ，奔赴高原一

线为官兵服务。

去年底，陆军某合成旅一名上士到高

原驻训后，出现步态不稳、吞咽困难等症

状。神经内科专家刘曌经初步检查判断

其患上了脑血管疾病，情况十分危险。尽

管当时已是深夜，但她果断建议连夜将这

名战士后送至千里之外的陆军军医大学

西南医院治疗。这名上士到达医院后，被

确诊为脑干出血。“幸亏有经验丰富的医

疗专家及时做出诊断，不然耽误了最佳治

疗时机，后果不堪设想！”该旅领导说。

高原戍边官兵任务重，时常无法按时

就医。一次，某部战士吴永佳患急性牙髓

炎，口腔专业博士军医郭燕为小吴进行初

步处理后，要求他一周后再来复诊。10 多

天后，小吴仍没有来。郭燕巡诊来到小吴

所在连队驻训地才知道，那段时间恰逢实

弹射击演练，小吴担心请假就医影响训练

进度便未去复诊，导致牙髓炎已发展到根

尖脓肿。看着强忍疼痛忙训练的小吴，郭

燕不忍责备，赶紧为他进行治疗。

这 件 事 过 后 ，郭 燕 探 索 总 结 了 一 套

专门针对高原戍边官兵口腔疾病治疗的

流程，受到大家欢迎。受此启发，其他服

务戍边官兵的军医也纷纷探索简化流程

及应急处置方法，一些医院单位还申购

了多种便携式治疗仪，大大提高了高原

戍边官兵的就诊效率。

军医姓“军”，首要为“战”。军医刘康已在高原奋战 10 个月。上高原前，他

对肺水肿病例接触较少。如今，他巡诊过数十个边防营连和驻训场，诊断治疗

肺水肿病例百余例，积累了丰富经验。“到练兵一线常驻巡诊，最大的收获就是

离基层更近了，姓军为战的意识更强了！”刘康深有感触地说。

常年为高原戍边官兵巡诊，大批军医将目光聚焦战场，先后开展“高原病早

期预警预测”“战时急进高原条件下高原病防治”等课题研究，催生了一批冒着

实战热气的卫勤保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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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下旬，子夜时分，凛冽的朔风

裹挟着震耳的轰鸣声由远及近。北部

战区陆军某旅数十架战鹰完成 12 小时

的跨昼夜飞行训练，陆续归巢。

飞行员们走下机舱，在零下 20 多

摄氏度的雪原上，飞行夹克上很快凝

出一层白霜。

“ 开 展 实 战 化 训 练 ，就 得 敢 啃 硬

骨 头 ！”走 进 飞 行 指 挥 室 ，值 班 参 谋

张 力 得 告 诉 记 者 ，今 年 开 训 以 来 ，他

们 的 飞 行 训 练 时 长 较 往 年 同 期 大 幅

增 加 ，并 将 多 个 高 难 度 课 目 纳 入 训

练计划。

“ 战 斗 力 建 设 不 等 人 ，起 步 就 要

提速，开局就要争先！”前期议战议训

会 上 ，该 旅 党 委 深 入 讨 论 后 决 定 ：改

变 过 去“ 齐 步 走 ”的 训 练 模 式 ，采 取

“一般新手飞基础、尖子骨干飞险难”

的 方 法 ，组 织 跨 昼 夜 分 组 连 贯 施 训 ，

最 大 限 度 缩 小 与 实 战 的 距 离 。 与 此

同 时 ，针 对 严 寒 条 件 下 低 温 、雪 雾 等

情 况 ，他 们 组 织 官 兵 展 开 研 究 ，预 想

各 种 复 杂 情 况 ，制 订 偏 航 迷 航 、空 中

结冰等 10 余套特情处置方案，展开针

对性训练，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应战

能力。

连续的高强度训练，让飞行员胡

铁 桥 有 些 疲 惫 ，但 他 始 终 坚 守 战 位 ：

“每一次升空都是向战场挺进，我要着

眼实战所需把本领练过硬。”

战 鹰 迎 着 寒 潮 升 空
■本报记者 彭冰洁 通讯员 綦 欢 刘永康

巍巍喀喇昆仑，座座冰峰耸峙。1

月中旬，记者跟随新疆军区某团挺进

雪域高原，在极端天候条件下展开远

程机动演练。

道路上已经结冰，山顶不时有碎

石滚落，加上突如其来的风雪，恶劣环

境对驾驶员的驾驶技术和应急处置能

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虽然带车跟训经验丰富，但是指挥

员王志瑞依然不敢有丝毫马虎。他不

时提醒车队保持车距、控制车速，指挥

大家成功处置一个又一个特情险情。

抵达中途休息区，驾驶员下车检

查车况，为车辆排查“隐疾”。此时“敌

情”突至：“‘敌’卫星即将过顶侦察。”

驾驶员迅速登车，将车辆转入附近一

处山坳地段。官兵爬车顶、搭伪装、打

地钉，车上车下协同配合。短时间内，

所有车辆完成伪装。

“前方道路遭‘敌’炮火打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突发情况，

王志瑞快速研判形势，当即决定将车

队化整为零，分批次快速通过“敌”炮

火袭击区域。

“在实际作战行动中，要面对各种

复杂路况的挑战。如果平时训练不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就无法胜任战场机动

重任。”王志瑞说，连日来，官兵克服天

气骤变、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为高原

极端天候下远程机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铁 流 向 着 冰 峰 挺 进
■本报记者 栾 铖 通讯员 闫一伸

1月24日，武警新疆总队克拉玛依

支队开展实战化演练。 赵俊杰摄

1 月 21 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师组织飞行训练。

徐子阳摄


